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刘磊磊

8月18日，寿光农村干部学院报告厅，寿光市
古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韩高贵正在作《创新农村
基层组织建设》的讲座，台下坐着100位来自河南
省禹州市的村党支部书记。“他讲的问题，都是我
们经常遇到的，听得懂，回去也能用得上。”禹州
市浅井镇扒村党支部书记席亚飞说。

去年1 0月，寿光农村干部学院正式成立。
“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人代会山东代表团审
议和到山东视察时都提到‘寿光模式’。这是总

书记对寿光的肯定，也体现了他对寿光发展寄
予的厚望。我们成立农村干部学院，目的是将寿
光改革开放的做法与全国基层干部和农民朋友
们分享，为乡村振兴尽一份力量和责任。”寿光
市委书记朱兰玺说。

据了解，寿光农村干部学院成立以来，共有
4000多名学员分批前来学习培训。其中，北京、
吉林、河南、山西、重庆等外省区市学员22批。

内容是否走心、能否管用是培训的重点。寿
光农村干部学院利用寿光“进门是课堂，出门是
现场”的优势，突出理论与实践结合，全方位展
示寿光现代农业、强村富民、村级治理等方面的
历程和经验。目前，该学院设计了“乐义精神”与
农村干部队伍建设、现代农业与强村富民等30
多项特色教学课程，共打造蔬菜高科技示范园、
农产品物流园、蔬菜产业集团、三元朱村等113
个教学现场，形成9大类43条现场教学路线。

洛城街道屯西村，几乎每天都接待来自全
国各地的参观考察者。该村通过城中村改造实

现了村民全部上楼，并有了可观的集体收入。
“应该把我们的经验分享出去，让农村发展少走
弯路，共同富裕。”屯西村党支部书记葛茂学说。

葛茂学还有一个身份是寿光农村干部学院
讲师团成员。据了解，目前该学院讲师团成员已
达200多人，有连续五次当选全国党代表的三元
朱村党支部书记王乐义、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马焕军、全省优秀共产党员李新生等一批优秀
党员干部和优秀人才。

“王乐义带领党员干部割青苗改种大棚，
李新生带头试种高附加值彩椒，这些案例对我
们触动很大。寿光农业发展，不仅仅靠技术，
还蕴含当地党员干部敢想敢干、开拓创新的作
风。在这里，我们找到乡村振兴的方法、信心
和勇气。”席亚飞说。

“寿光的改革发展正不断赋予‘寿光模式’
新内涵，寿光农村干部学院将为全国学员展示
一部推动乡村振兴的‘连续剧’。”寿光农村干部
学院客座教授，省政府农业专家顾问团农经分

团副团长、省农工办原副主任刘同理说。
今年5月，北京市密云区组织优秀基层党组

织书记前来学习培训后，辖区内的5个街镇又分
别组织人员来考察学习，并专门到屯西村学习
城中村改造经验。吉林省梨树县举办完第一批
乡村振兴学习培训班后，要求全县村党支部书
记到寿光学习培训一遍。该县学员通过座谈交
流，与寿光多家农业龙头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并
邀请寿光农业局专家进行实地技术指导。

现在寿光推出一项特殊政策：对国家级贫
困县的学员，培训费减免一半。“30年前，寿光发
明了冬暖式大棚，并将大棚蔬菜种植技术无偿
地传向全国。现在，学院搭建了一个向全国分享

‘寿光模式’，服务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的新平
台。”寿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张逢春说。

“乡村振兴正当时，寿光需要体现责任和
担当。我们将通过学院与全国各地交流经验、
加强合作，为全国乡村振兴作出寿光贡献。”
朱兰玺说。

走进寿光农村干部学院，113个教学现场，43条现场教学路线；进门是课堂，出门是现场———

“寿光模式”向全国分享

□本报记者 姜言明 刘涛
本报通讯员 赵洁 侯绪庆

8月14日，记者走进惠美农牧有限公司，这
里不仅拥有有机茶叶、百合、藜麦等2 . 6万亩的
特色种植区，还有生产百合干、茶叶的加工厂，
俨然就是个生态大园区。“我们公司已经成功实
现从‘一产’到‘新六产’的转变，致力于打造全
市‘田园综合体’样板工程。”公司负责人吴爱杰
对记者说。

像惠美农牧这样从一产衍生出的多业态综
合体，在新泰正遍地开花。当地以创建全国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县为契机，紧扣农业供
给侧改革，不断创新路径，调新发展业态，全力
打造农业与二三产业交叉融合、互促互融“新六
产”，为乡村振兴孕育了强劲动能。

新体系———

“一产”变身“新六产”

“我们的项目建成后，既能种植樱桃，又可
从事樱桃酵素生产，后续还将提供采摘、观光、
娱乐等配套服务，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新泰
市谷里高效农业科技示范园董事长周凯告诉记
者。

自2010年开始，周凯流转谷里镇于枣林等
村土地5000余亩，建设高效农业科技示范园，栽
植樱桃10万余株，所产大樱桃全部取得国家有

机标准认证。目前，科技园的大樱桃已进入盛果
期，年可实现经济效益5000万元，土地产出效益
是原来种植花生、地瓜的10余倍。

如今，他又在延长产业链条上做文章，让
“一产”变成“新六产”，产生乘法效应，提高产品
附加值。台湾哈比农夫生物科技示范项目应运
而生。

该项目依托丰富原料优势，以生产樱桃酵
素和生物有机肥料为主，新建一座年产1000吨
樱桃酵素生产车间，新上6条酵素发酵罐生产
线。此举不仅实现了自身产业链相加、价值链相
乘，还解决了周边个体果农的樱桃销路问题。园
区依托已建成的5000米葡萄长廊和万亩樱桃
园，发展新兴观光采摘旅游农业，着力打造周边
市民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实现三产联动相加。

“新六产”打开了现代农业发展新思路。目
前，全市建成泰茶“良心谷”、羊流惠美农牧百合
园、长兴现代农业创新园等产业园118个，规模
以上的农业龙头企业达到209家。

新业态———

“单打独斗”变“抱团发展”

走进龙廷镇掌平洼村，蜿蜒的山道是用大
小不一的石头修砌而成，石头老屋则用篱笆环
绕起来、小桥上铺的是凹凸不平的鹅卵石，整个
村庄就像一个古朴又充满田园风情的公园。漫
步村内小路，处处可见三三两两前来休闲度假

的游人。
“今年我们已经和几家公司洽谈合作事项，

准备吸引外资，对村里景区进行全方位打造，大
力发展乡村旅游，增加农民收入，为乡村振兴增
添活力。”村党支部书记刘方军的介绍中带着满
满自信。

这几年，掌平洼的变化可谓日新月异。以前
家家户户围着自家土地转，单打独斗的经营方
式并未让老百姓从土地上尝到很大的甜头。如
今，该村利用2000多亩的林果资源优势，由村里
先后领办了杏梅专业合作社、乡村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带领村民抱团闯市场，着力打造“观光
+休闲+度假”的民俗旅游福地，年均接待游客6
万多人次，实现收入650万元，被评为全国“一村
一品”示范村。

受掌平洼发展启示，新泰全力培植了一批
产业园区、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实现了“新
六产”发展加速度。目前，全市共发展优质蔬菜
47 . 5万亩、泰山茶2 . 2万亩、千亩以上经济林99
片，建成林果、畜牧、蔬菜等特色专业村223个，
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分别达到1925
家、1849家，带动22 . 5万农户增收致富。

新动能———

激活现代农业“一盘棋”

“我们每年都列支2000万元专项资金，并向
上争取涉农资金5亿多元，重点投向融合型经营

主体、高效农业项目。”新泰市农工办负责人介
绍。

为激活现代农业“一盘棋”，新泰成立乡村
振兴发展集团公司，采取财政出资、银行融资、
企业投资联合的方式，集中资金打造农业重点
项目；设立乡村振兴发展基金，由乡村振兴发展
集团公司统筹运作管理，优化投资环境，让更多
的“新六产”企业在乡村振兴中大有作为。

制定出台了《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的实施意见》，精心编制全市农业结构调
整规划以及茶叶、中药材、桑蚕等专项规划，确
立了“生活+”北部休闲观光、“生产+”中西部设
施蔬菜、“生态+”东南部绿色生态三条产业带。

成立市镇村三级农村综合产权交易平台，
在山东省率先开展集体资产股份化、土地承包
股权化、农民住宅产权化、林权水权民营化、土
地托管市场化“五化”改革，深化农村供销社、集
体林地经营权流转等各项改革，推行订单融资、
林权抵押等涉农金融服务模式，集体林权改革

“5+5”模式、供销社“四位一体”社会化服务模式
在全国推广。

当地还依托科研院所，建设技术研究中心、
院士工作站等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加快催生“一
个产业一个孵化器”、“一个园区一个特色品
牌”。今年，山东长兴农业聘请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京林业大学原校长尹伟伦担任技术顾问，并
发起成立院士专家工作站，山东农业大学乡村
振兴研究院也在惠美农牧设立了试验站。

三产联动孕育乡村振兴强劲动能

新泰涌动“新六产”

关键词：乡村振兴

□记者 王洪涛 实习生 赵庆玲
通讯员 刘国伟 报道
本报郯城讯 8月17日—19日，第三届中美核医

学学院论坛暨2018临沂国际核医学与分子影像高峰
论坛在郯城举行，本届论坛也是全球第一届超高灵
敏度脑PET论坛。来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位
核医学与分子影像专家共聚一堂，分享核医学和分
子影像方面的经验，探讨超高灵敏度PET技术对于
脑科学研究和临床应用的价值。

论坛上，郯城县和东亚核医学联合会签约筹建
郯城国际分子影像中心，中心建成后，将吸引美国耶
鲁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华盛顿大学、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及中国西安交通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徐州医科
大学等国内外科研院所进驻，同时引进世界一流的
分子影像专家，孵化相关产业，打造百亿级分子影像
产业集群。

超高灵敏度脑PET
论坛在郯城举行

□于向阳 张聪聪 报道
8月8日，在利津经济开发区信合生物制药有限

公司兽药提取车间，工人正在进行消毒配液。为强化
企业主体作用，该区以搭建科研平台为纽带，深化产
学研，企业自主创新取得新突破。目前，区内已建成
市级以上技术中心、工程实验室等科研平台3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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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 报道
本报金乡讯 金乡县大力推进人才强县战略，

统筹抓好科技、本土、党政三支人才队伍建设，为乡
村振兴提供了人力支撑和智力支持。

突出科技人才引领作用，通过推行“人才+团
队+项目”的模式，金乡县打造了一批农业产学研
合作项目，促进人才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金乡县
将致富带头人、种养殖大户、农民合作社骨干等群
体纳入新型职业农民培养计划，通过举办培训班、
电视讲座，开展“送科技下乡”等活动，培训各类
农村实用人才7 . 5万余人次，本土人才辐射能力持
续增强。为加大党政人才的带动作用，金乡县建立
了长效帮扶机制，选派3名市派第一书记、13名县
直优秀年轻干部担任下派工作队长，挂职镇街党
（工）委副书记，选派66名县直机关优秀干部到村
担任第一书记，形成了协调统一、齐抓共管的工作
局面。截至目前，累计协调各类帮扶资金5800余万
元，新建改造村级组织场所49处，硬化道路64 . 11
公里，修建文化广场60个，新增村集体收入160余
万元，产业扶贫370人次。

金乡盘活三类人才
助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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